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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A类）

中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

中工信函〔2023〕59 号

中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关于中山市政协
十三届二次会议提案第 132033号答复的函

民盟中山市委会：

贵委会提出关于继续大力支持中小微企业数字化转型，

推进中山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建议的提案收悉。经综合市金融

局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、教育和

体育局意见，现答复如下：

非常感谢贵委会对我市中小微企业数字化转型，推进中

山经济高质量发展工作的关心和支持。提案详细分析了我市

中小微企业在数字化转型的情况，准确指出了我市中小微企

业数字化转型中存在转型意愿不强等现实问题，针对性地提

出加大力度支持中小微企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，通过制造业

高质量发展助力我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宝贵建议，非常贴合

我市实际，对我市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工作有很强针对性和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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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性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，我局十分认可。

一、关于加强政策引导，鼓励企业敢于数字化转型的建

议

吸收采纳该建议。

（一）不断完善数字化转型扶持政策。为大力发展先进

制造业,推动工业互联网、5G、人工智能、大数据等数字技

术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,加快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化改

造,助推中山制造业高质量发展，近两年我市相继出台《中山

市推进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发展若干政策措施》《中山

市产业园区数字化管理与产业集群数字化转型试点资助实

施细则》《中山市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银行贷款贴息与

风险补偿实施细则》《中山市工业互联网与数字赋能平台项

目认定与奖励实施细则》《中山市制造业企业数字化智能化

标杆示范认定与奖励实施细则》等政策，有效期均到 2025

年底。

（二）推动赋能平台通过云服务模式为企业提数字化服

务。为引导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，出台《中山市工业互联网

与数字赋能平台项目认定与奖励实施细则》，支持平台公司

或标杆平台公司“广泛为中小企业提供数字化、云化的工业软

件服务”，实现以云“租用”代替工业系统的购置，降低企业投

入成本、加快系统部署时间。今年以来，主动对接引进华为、

中软国际、京东、西门子等国内外领先平台资源，摸查梳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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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94家企业提出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升级需求，组织各工业互

联网类平台、数字赋能平台形成产品 150项，为企业提供 460

家次现场服务与定制方案（累计 5100家次），启动项目 282

个，组织 103家数字化服务供给资源池供应商形成 82个解

决方案与服务产品。下一步将积极探讨包括“引入数字化转型

风险投资商”等更多措施，切实支持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。

二、关于加强金融服务，减少企业融资成本的建议

吸收采纳该建议。

（一）加大对中小微企业数字化转型等专项资金支持。

为大力支持制造业企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,中山市计划 2022

年起 5年内全市至少投入 50亿元用于支持企业开展全方位

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。落实小微企业上规上限融资扶持

政策,引导银行机构加大力度扶持企业上规上限。为降低中小

微企业融资成本,市财政 2022-2025年安排专项资金,用于对

《中山市上规上限培育企业名录库》内符合条件的企业贷款

按实际支付利息最高不超过 40%的比例给予贴息,每家企业

每年贴息最高不超过 30万元。2023年 1-3月共为 125家企

业办理“助保贷”金额 5.09亿元。

（二）开展“数字贷”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数字化转型的

支持。出台《中山市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银行贷款贴息

与风险补偿实施细则》，数字贷”贴息“免申即享”。联合 11家

银行发布 16个金融产品，设立 5亿元规模的风险补偿专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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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金池，推动银企对接，累计完成 63个数字贷备案审核，

共 5.15亿元贷款需求，已完成项目授信额度 2.01亿元，累

计发放贷款 1.08亿元，带动数字化智能化计划总投资 7亿元，

有效撬动金融资源支撑企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升级。企业可

以通过“免申即享”的方式获得贴息支持，提高企业获得感。

（三）逐步完善产业投资资金支持企业发展。《中山市

推进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发展若干政策措施》明确“鼓励

开展股权投资。鼓励引导国有资本、产业基金和社会资本以

股权投资方式参与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发展”。积极引导

金融机构通过构建组织体系、丰富产品体系,加大对中小微企

业实施数字化转型升级的信贷支持力度。目前,我市大部分银

行机构已成立了普惠金融事业部,组建专业、高效的团队为中

小微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,促进中小微企业金融服务专业化

运作。各银行机构创新打破传统贷款对抵押物的严格要求,

将对企业的关注点集中于企业技术实力、技术产业化水平和

企业成长性等方面,拓宽了实用新型、发明专利等融资模式,

较好地缓解了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。充分发挥融资专项扶

持资金的作用,为我市中小微企业银行续贷提供政府性转贷

资金,帮助中小微按期还贷、顺利续贷。2023年 1-3月共使

用融资专项扶持资金为企业办理 70笔过桥融资贷款 16.26亿

元,帮助企业减负超 0.16亿元,为破解中小微融资难、融资贵

问题发挥了积极作用。



5

三、关于提升供给质量，降低企业转型壁垒的建议

吸收采纳该建议。

（一）加快 5G网络等基础设备建设。数字基础设施是

数字化发展的基础，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积极贯彻落实

《国务院关于加强数字政府建设的指导意见》工作部署，认

真做好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统筹协调工作。在加快 5G网络方

面，建成首张市级 5G专网，整体覆盖率达到 97.5%，人口

覆盖率达到 95.1%；截止 2022年，累计建成 5G基站 8274

座，每万人拥有 5G基站数 18.7座，仅次于珠海、广州、深

圳，全省排名第四。在数据中心建设方面，依托市政务大数

据中心，结合数据普查工作成果，汇聚全市公共数据。全市

共梳理 583个信息系统，其中 55个市级单位共梳理 445个

信息系统，24个镇区共梳理 138个信息系统，归集数据量

90.12亿条，运行的数据服务 4952个。

（二）引进或培育一批数字化解决方案供应商。我市出

台了《中山市工业互联网与数字赋能平台项目认定与奖励实

施细则》。通过积极搭建赋能平台提升供给生态服务能力，

主动对接西门子、华为、博世等国内外领先工业互联网与数

字赋能平台资源，2022年以来，已成功引进中软国际落户东

区、精工智能落户南头镇、致景科技落户沙溪。铧禧科技开

展泛家居制造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二级节点建设，该节点已

通过技术验收。不断健中山市企业全生命周期公共技术体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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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设，认定 25家市级工业和工业互联网公共技术服务平台，

累计为企业提供智能改造方案 4500余套。形成首批市级制

造业数字化智能化供给资源池企业 102家，提供三大类 35

套解决方案。

（三）推动行业数字化转型共性解决方案。借力中山市

企业全生命周期公共技术体系技术资源，推动平台推出数字

化转型共性解决方案，如共性工厂公共服务平台为企业提供

了快速、高效、环保、安全的智能化生产服务，解决了行业

数字化转型共性解决方案；智能裁剪快速加工公共技术服务

平台借助电脑裁剪，有效破解手工剪裁精度不足、材料浪费、

生产效率低等难点；东海表面贴装共性工厂打造行业特有的

全视觉智能全自动 SMT贴片生产线，解决行业普遍存在规

模小、能耗高、自动化程度低、品质参差不齐、日产能小等

问题；聚享·抛光打磨机器人平台通过采用机器人进行智能自

动化作业，解决目前手工打磨行业存在的环境恶劣、劳动强

度大、易导致职业病、产品一致性差等普遍问题；科彼特电

子线圈智能制造共性工厂首创全自动互感器绕线设备、全自

动共模电感生产线，解决绕线行业加工共性难题。下一步，

将加大力度在我市更多行业推广数字化转型共性解决方案。

四、关于搭建对接桥梁，补齐技术和人才短板的建议

吸收采纳该建议。

（一）逐步建立企业与高校联系机制。市相关部门将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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强与中小微企业联系，并推动高校、协会等单位建立和完善

紧密服务中小微企业的机制，引导和鼓励电子科技大学中山

学院、中山职业技术学院等市属院校与行业协会、科研机构

及龙头企业深化校企合作加快建设大数据技术、智能制造、

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等数字化人才相关专业，让企业深度参与

到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制订、课程开发、教材编写，协同展

开实训等，扎实推进数字化新型人才培养，形成具有中山特

色的数字化人才培养模式。

（二）加大对数字化人才培养和引进。2022年我市推出

《中山市新时代人才高质量发展二十三条》,启动实施“中山

英才计划”，对在我市全职工作的两类人才给予支持。一是对

特聘人才给予重点支持。特聘人才按照 A档 200万元、B档

100万元、C档 50万元、D档 20万元标准发放补贴。二是

对青年后备人才给予基础支持。对全日制硕士以上学历人

才、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人员、高技能人才等,给予相应货币

化补贴。目前,《中山市综合领域特聘人才评定实施细则》《中

山市落实青年后备人才待遇实施细则》《中山市人才房管理

暂行办法》按规范性文件程序正在抓紧落实相关工作中,年内

出台实施后,必将对加大数字化人才培养引进产生强劲助力。

（三）加大数字化智能化宣传推广。发挥行业协会等单

位作用，形成共建数字化人才培养模式。2022年市工信局组

织召开中山市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企业家座谈会，联合三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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运营商、行业协会、银行机构成立“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升级政

策走进产业集群”宣讲团，市镇联合组织开展了 147场（今年

44场）专项政策宣讲活动，吸引 4600家企业参加。推动 135

家企业实行首席信息官制度并任命了 CIO职位，组织 5期企

业首席信息官培训班，245名企业高级管理人员参加培训。

五、关于强化标杆带动，构建良好转型生态系统的建议

吸收采纳该建议。

（一）树立标杆示范带动行业加快改造升级。推动纬创

资通建成世界“灯塔工厂”,奥马冰箱、明阳电气等 9家企业完

成了省级 5G+工业互联网标杆项目建设。出台《中山市制造

业企业数字化智能化标杆示范认定与奖励实施细则》，开展

市级示范工厂、示范车间、工业互联网标杆示范项目认定，

2022年认定发布 10家数字化智能化示范工厂、15将示范车

间及 10工业互联网标杆示范项目。制定百企攻坚方案，初

步建设一企一台账并指定专人跟进，形成了鸿利达、诺斯贝

尔、欧普照明等 22家企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升级样板。推

动中顺洁柔、皮阿诺、合胜厨电等 3家企业完成了省级数字

化示范项目建设。

（二）加快推动产业集群数字化转型。在省级试点建设

方面，组织 8个镇街开展产业集群深调研，推动装备、厨卫、

光电、小家电等 7个行业进行试点建设，其中精密零部件制

造、厨卫等 2个行业在省产业集群数字化转型培育试点“揭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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挂帅”中榜。在市级试点建设方面，出台市级政策细则，通过

省、市、镇三级联动，围绕“4+6”产业集群舰队，启动市级产

业集群数字化转型试点建设。

专此答复,诚挚感谢你们对我市中小微企业数字化转型，

推进中山经济高质量发展工作的关心支持。

中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

2023年 6月 25日

（联系人及电话：房钦，88308273）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。

抄送：市政府办公室、市政协提案委，市金融局、人力资源

和社会保障局、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、教育和体育局。


	



